
! ! ! !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逐渐深
入推进，高铁、高速网络逐步完善，
到周边小城养老，成为越来越多上
海老人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而江
浙很多城市也积极对接上海的养
老需求，“环上海养老带”已经悄然
而起，开车两小时，上海老人能到
周边哪些小城养老？

湖州

距离上海 !"#公里!湖州长兴

县水口乡是著名的"上海村#!一到

周末! 几十辆大巴车都是上海牌

照$ 上海老人只要一个电话!长兴

的大巴车就会到上海社区门口接

送游客$ 而近年来!随着湖州太湖

边上的月亮酒店%莫干山下的农家

乐%安吉的休闲旅游逐渐成熟!湖

州的养老产业链更加完善! 从高

端到普通的都有上海客人$

湖州最吸引上海老人的优势

就是生态环境!湖州把发展生态健

康产业摆在突出位置!围绕打造长

三角&健康谷#!构建了生态养生%

医疗康复%户外运动%健品产销&四

个中心#的目标$ $#!%年!湖州新

引进了 !"个健康服务业项目%总

投资达 %&%亿元$

临安

临安西天目旅游宣传片中!一

位入住当地农家乐的 !#岁上海女

孩倪慧颖被问道!&你什么时候来

这里度假的'#女孩答'&从 $岁起!

我每年都要跟外公%外婆来这住 $

个月$ #

天目山脚下的天目村!(#余户

农家乐! 床位 $万张! 年接待游客

!)万人! 其中上海游客占了大半$

每年四月到十一月!每日至少有两

班大巴从上海人民广场出发!向

天目山镇源源不断输送游客$

张银福是临安一家农家乐的

老板! 他介绍!&来的全是回头客!

熟面孔!跟候鸟似的!一到季节准

时出现!短则住 $个月!长则住半

年!有位老人已持续来了 !*年$ #

对这些常客而言! 价格也实惠!包

吃包住!人均每月 !"##元!而上海

人异地养老讲究&圈子#!通常都组

团 !#人以上$

太仓

距离上海仅%#公里! 与上海

一河之隔的太仓与上海的关联度%

依存度十分紧密$ 交通便利%生活

习惯相近!吸引越来越多上海老人

在太仓养老$而太仓与上海公共服

务一体化的推进!更让这些老人打

消了后顾之忧!主要体现在教育和

医疗等优质资源的相互合作交流

和共享上!比如上海第九医院在太

仓旅游度假区设立分院$

随着轨道交通 !!号线的开通

运营!新辟&太嘉线#的城际公交!

实现了两地&公铁#的无缝对接!这

意味着太仓将被融入上海市的轨

道交通网络!&沪太同城#的概念将

成为现实!新一轮太仓接轨上海的

大潮正在涌起$

本报记者 程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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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 !月初，乌镇景区附近的
一个主打养老概念的楼盘开盘，尽
管 "万 #到 $万每平方米的均价在
嘉兴堪称鹤立鸡群，但 $%&套房源
仅仅 '小时就被一抢而空，购房者
中超过一半来自上海。
随着嘉兴等上海周边城市养老

产业的不断完善，“便宜”早已不是
上海人异地养老的唯一理由，近年
来，保利、绿城等一线房企纷纷在嘉
兴布局养老地产，上海没有的慢节
奏和好环境，吸引越来越多“懂经”
的上海老人“出城下乡”。

矛盾
!家里炸开了"

“一开始我告诉三个儿子准备
去嘉兴养老，家里就‘炸开’了，他们
问我‘上海和国外都能养老，为什么
要去嘉兴？’”

() 岁的洪宝珍居住在“逸和
源·嘉兴南湖区湘家荡颐养中心”，
出生在新加坡成长生活在上海，在
新加坡有车有房的洪奶奶，过去
一直过着双城生活。三个儿子或
是在国内事业有成、或是在海外
生活富足，家里条件这么好，难怪
洪宝珍初到嘉兴时，很多人都问一
句“为什么”。
“家里人心疼我、不理解，这些

都在我预料中，因为传统观念说到
进养老院，就是睡在床上‘绑手绑
脚’、‘等死’，更别说是到‘乡下地
方’了”，接受记者采访时，洪宝珍思
维敏捷说话条理清晰，*+"#年 ,月
她把新加坡的房产给了孙女只身来
到嘉兴，直到把家人带到嘉兴，三个
儿子亲眼看见老母亲在这里的养老
生活，才打消了疑虑。
“逸和源”是嘉兴最大的一家颐

养中心，目前有会员 )&&&多名，常
住的 #&&多，其中上海的老人约占
一半。
洪宝珍和“室友”肖健一居住在

“逸和源”装有地暖的 -区套房，近
!&平方米，客厅、阳台、卫生间一应
俱全，每人每月房费不到 .+++元，
“这里都是单人间或者双人间，这样
的价格放在上海的养老院，睡一张
钢丝床可能都不够。”
洪宝珍在“逸和源”的生活很忙

碌，她加入了舞蹈队及其他的兴趣
小组，每天上午 ,时是舞蹈队排练
的时间，记者采访当日，舞蹈队为了
准备下个月的汇报演出，特别下午
“加练”，近 )+个“奶奶演员”头戴蓑
笠手舞折扇，认真劲头一点不输给
年轻人。

隔壁房的上海邻居谭老师在
“逸和源”开了钢琴课，洪宝珍为了
更好地练习，特地买回来一台电子
钢琴放在自己的房间里。

洪宝珍在上海侨联工作了 .#

年，由于工作原因，很早就关注和考
察过各国的养老院，“决定来嘉兴
之前，我至少考察了三四十家养老
机构，有美国的也有日本的，相比
之下，我更喜欢美国散养式的养
老，但总感觉少了我们中国人特有
的人情味。”

和室友同住一个双人间，洪宝

珍感觉自己回到了大学时代，“有个
室友跟我住一起，我们一起学习，一
起旅游，真的好极了”。

感受
!心态年轻了"

(+ 岁的叶葆生和妻子一起居
住在“逸和源”，记者采访当日，作为
图书馆管理员的老叶正在房间里整
理藏书，老伴则在另一幢楼的活动室
和新认识的“牌搭子”搓“卫生麻将”。

叶葆生年逾古稀依然腿脚硬
朗，是“逸和源”里公认的头号旅游
达人，一辈子跑了近 /+个国家，今
年年初刚去过巴西和阿根廷。
“在这里，感觉大家心态都很年

轻，没有其他地方养老院死气沉沉
的感觉。”叶葆生说，自己跑遍了上
海市区和郊区大大小小几十家养老
院，最后选择了嘉兴。
“上海的养老院，好一点的房间

费用一个人要 #+++元，两个人就要
)万元。也有和这里价格差不多的，
但是那种四张钢丝床的房间，一走
进去气味很大。”最终，叶葆生和老

伴决定把徐汇区龙山新村的老宅出
租，租金再补贴一些养老金，到嘉兴
养老。
“心态年轻了”，这是“逸和源”

绝大多数受访者的感受，究其原
因，主要是“逸和源”将健康程度不
同的老人分成三个级别护理，分别
为健康区、特护区和护理院，健康
程度不同的老人之间相互独立。
“我们在这里从来听不到病痛

的哀号声”，叶葆生夫妇和洪宝珍所
在的健康区，护理服务最简单，护士
只是每天早上来打扫房间，早中晚
送三次热水，如果老人遇到身体不
适或者其他紧急情况，还有 *!小时
的看护。而在特护区，一级护理包括
洗澡、洗脚、摊被子等，针对行动不
太方便的老人，月收费 /(+元。
“健康区的老人，未来失能后可

以住到特护区，生病了可以入住护
理院”，“逸和源”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逸和源”也提供“候鸟
服务”，目前全国有几十家合作基
地。“老人花 )万元买一张‘资格
证’，可以使用累积 *! 个月的‘候

鸟’生活，到象山、威海等其他城市
生活一段时间，旅费另算，平均每
次一个月花费两三千元，目前已有
*+++多位老人办卡，其中超过六成
为上海老人。”

问题
!医保不方便"

中山医院退休医生陆关珍居住
在乌镇雅园，从医 .#年，*+).年志
愿援疆，她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在
乌镇，陆医生已经开展了 .期的免
费义诊，平时也会给其他老人咨询
病情、分享保健养生知识。陆关珍告
诉记者，“现在上海老人选择异地养
老，最大的障碍还是在医保。”
傅菊英居住在“逸和源”的特护

区，她的女儿一个月来看她两三次，
最大的任务就是带药，“因为医保在
上海，所以药都从上海医院里买。”
工作人员介绍，现在院里每两

周会拿着老人的医保卡替老人到上
海配次药。如果要做检查，也是由医
生陪同坐车去上海完成。
“现在到我们机构养老的上海

老人可以选择到居委会办理调离申
请，就能把医保关系调到嘉兴来。但
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要到上海看病，
就不能走医保了。所以考虑到上海
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很多老人还
是选择把医保落在上海。对此，我们
的解决方案是对于慢性病，每两周
拿着老人的医保卡到上海配药。对
于急性病症，则会就近为老人安排
治疗，等病情平稳后再根据老人的
意愿看是否转院到上海。”
由此造成的问题就是，即便是

可以医保报销的急诊，老人们也无
法在异地刷医保卡，他们须先行垫
付，再回上海医保机构报销。“把单
子积着半年报一次，如果是小毛小
病就直接到药房自费买药”。
“对我们老人来说，这样还是太

麻烦了”，采访中，类似的抱怨不断，
“很多老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自
费就医，医保不能报销，可能小病我
就不去看了，觉得扛一扛就好了。但
这些小病小痛就很有可能是大病的
前兆或前期。”工作人员对此也忧心
忡忡。

本报记者昨赴嘉兴解密!离家的诱惑"

上海老人“下乡”养老渐成风
本报记者
程绩

两小时车程，能去哪些地方养老？

"

老人们都很享受!逸和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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